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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8日，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评选

结果揭晓。浙江广电集团杨川源以新闻专题

《（数字化改革之道） 省市场监管局：“闪电速

度”的背后》摘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也是自

2020年以来，杨川源作品连续第三年荣获中国

新闻奖一等奖，为我省首位连续三年获此殊荣的

记者。

如果说，拿到一次中国新闻奖靠的是运气，

那么连续三年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靠的就是

底气和实力了。从主题来说，乡村治理、教育扶

贫、数字化改革，三年来的作品都是敲击时代的

重大选题；从体裁来说，系列报道、短消息、新

闻专题，展现的则是团队多样态的新闻表达功

力。三年三个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在全国也是

罕见。本文试图探寻：好记者究竟是怎么炼

成的？

杨川源，2001年起在浙江卫视工作。21年

来，她坚守在新闻一线，用脚步丈量大地，以真

情刻画时代，讲好“浙江故事”，唱响“中国声

音”，先后57次获得浙江省新闻奖，9次获得中国

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相继获得中宣部

“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全国十佳出镜记者、

浙江省政府个人二等功、浙江省千万工程美丽浙

江建设突出贡献个人、浙江省东西部扶贫协作突

出贡献个人等荣誉称号；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浙江

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

杨川源身上最鲜明的标签就是“扎根”。她

扎根基层、扎根人民、扎根时代——不断践行

“四力”，在基层探索中汲取营养，在一线磨砺中

茁壮成长；以人民为中心，宣传党的主张、反映

群众的呼声；感受时代脉动，投身火热实践，唱

出媒体强音。正是三个“扎根”，让她采写出众

多带着露珠、冒着热气、深入人心的报道，也是

她连续三年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根本原因。

这一突出成绩，开创了浙江新闻界的先河。

一、扎根基层：根深才能叶茂，磨砺才利
成长

于现场获取新闻素材，从一线挖掘新闻价

值，在基层实现新闻理想。杨川源常说“好记

者，永远在现场；好现场，永远在路上”，组织

上也因此把她往现场报道、蹲点报道方向培养，

既是磨炼，也是打造。

扎根基层扎根基层，，她扎在急难险重的第一线她扎在急难险重的第一线。。

2016年9月28日，丽水苏村附近的山体滑坡引

发泥石流，27 人失联，生死不明，一场生命的

救援就此展开。杨川源在接到任务后，当晚就出

现在灾害第一现场。连续7天7夜，她摸爬滚打

在泥石流废墟上，留守在距离塌方现场最近的位

置，把镜头指向争分夺秒的现场救援，把话筒递

向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用画面展示八方支援的

人间大爱，用声音记录当地群众发自肺腑的感激

之情。尤其是在大堰塞湖随时面临溃堤的情况

下，她不惧困难、找到途径，想方设法进行现场

直播连线，用最具说服力的镜头语言展示生命至

上的张力与光芒。

扎根基层扎根基层，，她扎在新闻事件的核心位她扎在新闻事件的核心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城市停止了运转，

生活停滞了脚步，人们也“屏住呼吸”。稳定人

心、鼓舞士气的最好武器就是走近事件的核心。

杨川源主动逆行，挺进当时省内疫情最严重的温

州，她蹲点全省首例新冠患者救治医院、当地最

大的开放式社区，通过一组组现场特写生动勾勒

出“舍小家顾大家”的抗疫先进人物群像；通过

一次次权威采访粉碎网络谣言，稳定人心；通过

一则则真情故事温暖人心，坚定共克时艰的

信心。

扎根基层扎根基层，，她扎在新闻价值的高光点她扎在新闻价值的高光点。。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作为提前

实现全面小康的浙江，新闻的高光点之一就是我

省的对口支援。那曲，海拔4800米。杨川源带

领8人小分队，顶住高原反应，背着氧气机，坚

持记录那曲中学浙江班的奋进、义诊现场藏族孩

子为浙江医生献上的哈达、世界海拔最高的蔬菜

大棚收获的第一批生菜，高质量完成5条蹲点报

道，以及系列新媒体直播、系列短视频《为了心

中的格桑花》、对话 《小康路上的“热板凳”》

杨川源杨川源：：好记者是怎么炼成的好记者是怎么炼成的
邓 丹 倪奕虹

❹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2·6

▲…
…

…

………

创新创优专辑

等共计21条，传递了中国强音、浙江力量。

二、扎根人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闻报

道的根本遵循之一。杨川源以新闻记者独有的力

量，把政府的倡导和群众的期盼紧密连接起来，

把报道做到干部群众的心坎上，赢得广大基层干

部群众的信赖与尊重，很多人都亲切地叫她“乡

村女干部”。

扎根人民扎根人民，，她从民之所需搭建桥梁她从民之所需搭建桥梁，，对接政对接政

府府。。2019 年临海古城遭受了 70 年一遇的洪水，

一时间古城断水、断电、断通信。8月12日古城

临海城区积水退去后，更大的灾后重建的困难摆

在眼前。群众的需要就是召唤。她在刚刚结束连

续11天抗台报道的情况下，主动请缨，带领团

队重返灾区，聚焦灾区重建中的难点、痛点、着

力点，连续推出《蹲点日记 临海古城水退之后》

系列报道，推动灾区政府、群众相互了解、彼此

沟通、形成合力，加速家园重建的同时，也让舆

论场上的一些杂音迅速消除。

扎根人民扎根人民，，她把政之所向展示到位她把政之所向展示到位，，赢得民赢得民

心心。。丽水庆元县是我省地质灾害隐患最严重、受

威胁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2017 年开始，当地

政府建立了“大搬快治”任务清单，推动搬迁避

险安置工作。如何把政策的红利化为老百姓信得

过、看得懂的新闻？杨川源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

基层干部连续上门十几次动员被拒后的委屈落

泪，以及“还是要坚持下去 （动员），时间会证

明 （现在的付出） 是值得的”这样坚定的话语。

系列报道 《庆元：“大搬快治”提速的背后》 3

篇播出后，21万人口的小县城，转发量就超过6

万；庆元也提前一年半在2018年汛期来临之前

完成搬迁安置任务。这些年来，在文成、嵊泗等

边远山区、海岛县，杨川源每每都能通过自己的

报道助推政策落地，让民心工程赢得民心。

扎根人民扎根人民，，她在力之所至范围内她在力之所至范围内，，服务中服务中

心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共同富

裕大局探路，是中央赋予浙江的使命。在这个进

程中，媒体能做什么，记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能干什么？杨川源给出了她自己的答案。在她负

责的融媒系列直播《共同富裕圆桌会》中，她打

破原有的内容生产模式，坚持“硬内容”来自群

众、“硬价值”回馈群众的制作理念，不仅把有

形的“圆桌”摆到田间地头、摆到基层场景，也

把无形的“圆桌”摆到干部群众的心坎上，以

“典型问题+典型观点+典型方法”，汇聚出共同

富裕大智慧、大能量。全省 16 个地方 16 站直

播，一站就是一次主流媒体参与基层发展的新实

践，一站就是一次高质量发展大讨论，通过“信

息端、生产端、传播端”多维触达，越来越多的

人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共同富裕大谈论朋

友圈。

三、扎根时代：陪时代长跑，一路前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扎根时代，

就是要感受时代的气息，在时代的土壤中汲取营

养，为时代的进程奉献自己的力量。杨川源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为时代画像，用典型的力量感召人。这些年

来，杨川源采访了很多典型人物，如远赴西陲对

口支援的“大山深处浙江人”，如抗击疫情救死

扶伤的“逆行者”，还有“扶贫先扶志”的“时

代楷模”陈立群等等，杨川源把每一次采访都视

作为时代画像。她期待自己添上去的每一笔都能

让时代增加一抹亮色而不是败笔，所以在采访陈

立群的过程中，她持续三年跨越浙江、贵州两省

跟踪记录，积累了几百小时的素材。这样的“能

量储备”，加上陈立群最后一次家访时孩子、乡亲

自然的情感爆发，使得报道《陈立群的最后一次

家访：即使拄着拐杖也要来关心台江的教育》画

龙点睛，荣获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杨川源说，

获奖的是片子，肯定的是对人物精神的传递，展

示的是时代的进步，能为之画像，很骄傲。

回答时代之问，破解发展背后的密码。三年

三条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杨川源获奖的秘笈绝不

仅仅是刻画人物，更在回答时代之问。2019年，

全国都在加大力度推进“并村”改革，但并村之

后的基层治理、基层发展也成为亟待破解的难

题。杨川源带着思考蹲点温州永嘉8个不同类型

的合并村，直面问题不回避、展示方法不拔高，

引人深思、给人启示。在浙江数字化改革升级节

点，面对一些单位的畏难情绪和本领恐慌，她蹲

点全省数字化改革标杆单位——浙江省市场监管

局，深入剖析“闪电速度”背后的改革之“道”。

报道展示的理念之变、思路之变、机制之变和作

风之变，成了全省上下的“他山之石”，“刀刃向

内、改革为民、时不我待、比学赶超”的数字化
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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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重大

主题报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十四季《人

民就是江山》第一集《生死与共》获得二等奖。

该节目在中国共产党隆重庆祝百年华诞、全体党

员和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之际，在浙江卫视晚间黄

金时段播出。节目通过全国多地寻访到的12件

“红色物件”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通过

深入浅出的理论、鲜活感人的故事，生动展现中

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

与共、生死相依的精神内核，生动展现“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精心创制的电

视理论节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十四季

《人民就是江山》延续了该节目一贯的“理论深

入浅出、案例鲜活感人”创制思路，同时对录制

场地、故事讲述、嘉宾选择等进行了创新探索，

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与感人肺腑的

党史故事有机结合，使节目呈

现不仅立意深远，而且令人耳

目一新。四集节目播出后，收

视均稳居全国省级卫视前三

位，超越同时段播出的大多数

电视剧；在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的阅读量超过300万，相关新

媒体稿件阅读量突破 600 万，

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一、精选录制场地，创新呈现方式

1921 年嘉兴南湖一艘红船，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的正式成立。《人民就是江山》向党史致敬，

创新呈现方式，将录制地选在中国革命红船起航

地——嘉兴南湖红船旁的一艘画舫上。节目在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瓯乐演奏的 《国际歌》 中开

场。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在美丽的夜色中泛

舟南湖，回顾和探讨百年大党发展壮大的辉煌历

程。画舫窗外不远处就是南湖红船与南湖革命纪

念馆。节目充分发挥电视传播时空建构的优势，

激活历史现场，塑造身临其境的共情基础。这样

一种时空对话，让观众从原点回忆中国共产党百

年风雨征程中的点滴，更深刻地领悟到从诞生之

初到成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紧密联

系群众、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与使

命；更加深刻体会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的深刻内涵。节目实现声、情、理、实和

谐融汇于南湖一艘画舫中，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

所别出心裁、声情并茂的党史学习和理论研究的

“水上课堂”。

二、全国寻访“红色物件”，揭秘共产党为

什么能的“核心密码”

《人民就是江山》聚焦中国共产党“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寻找4个历史时期的

12 件“红色物件”，设计了 4 集节目：第 1 集

《生死与共》，聚焦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的关

系。通过湘江战役中的一面红旗、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的一条树叶训令、渡江战役中的一艘小船，

改革舆论氛围不断升温。

追逐时代之梦，肩扛使命永远在路上。从边

远山乡，到高原海岛；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

间；从乡居土房，到国际会场，杨川源陪着这个

时代一路长跑了21年。正如她自己所说，“好新

闻永远在路上”，杨川源还将肩负媒体人的使命

和梦想一路前行。当下，她正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蹲点工作室为抓手，探索基层报道队伍的网格化

之路。她说，要主动、深入、精准、高效融入浙

江省委省政府话语体系，紧盯优质内容生产，努

力打造一批有深度、有启示、有引领的基层宣传

标志性成果。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广电集团总编室；浙

江卫视）

“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第十四季

《人民就是江山》

探寻电视理论节目讲好百年党史路径讲好百年党史路径
赵 奕 顾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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